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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不同细胞学检测技术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汤庆林（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人民医院　２７２３００）

　　【摘要】　目的　比较液基细胞学检测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在宫颈病变细胞学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

本院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５６０例疑似宫颈病变患者进行液基细胞学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以组织

病理学和阴道镜检测结果为标准，比较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结果　液基细胞学检测诊断为非典型鳞状细胞及其

以上者９６例，阳性检出率为１７．１％。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诊断为巴氏ⅡＢ级及其以上者４３例，阳性检出率为

７．７％。两种方法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以组织病理学及阴道镜检测结果为标准，液基细

胞学和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结果阳性符合率分别为为７５．０％和３４．９％，阳性符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结论　液基细胞学检测在宫颈病变细胞学诊断中的应用效果优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是一种准确、可靠

的临床实验室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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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病变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约为５５％～

８５％
［１］。通常情况下，宫颈病变具有可逆性，６５％的不典型宫

颈病变可自行消退，但仍有１５％的患者可能进展至宫颈癌，且

该过程通常只需１～２年。早期宫颈细胞学筛查是预防宫颈癌

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常用的宫颈细胞学筛查方法包括传统

细胞学涂片技术和液基细胞学技术。液基细胞学技术具有极

高的筛查灵敏度和特异度，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以５６０

例疑似宫颈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传统细胞学涂片技术

和液基细胞学技术对宫颈癌的诊断效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院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疑似

宫颈病变患者５６０例，年龄２２～５８岁，平均（３９．２±１．４）岁。

纳入标准：无宫颈手术史；实验前１ｄ无性生活，１周内未使用

阴道外用药物；均在月经结束后７ｄ参与本研究。排除处于妊

娠期者。所有纳入患者均符合宫颈病变诊断标准：白带增多，

黏稠或呈脓性，偶伴少量血丝；下腹坠痛，月经期、性交、排便时

疼痛加重［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同时接受液基细胞学与传统细

胞学涂片筛查。液基细胞学筛查操作方法如下：取患者宫颈管

以及宫颈外口脱落细胞，采用新柏氏２０００全自动制片机进行

预处理，制备薄层涂片，染色、封片、固定后显微镜观察。传统

细胞学涂片筛查方法如下：选用木质特殊刮板将宫颈管以及宫

颈外口标本涂抹于玻片上，染色、固定后显微镜观察，诊断标准

采用巴氏分级法。对液基细胞学与传统细胞学筛查阳性的患

者进行阴道镜检测，同时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阴道镜检测方

法如下：患者取仰卧位，张开双腿，将阴道窥视器置入阴道，通

过低倍镜以及肉眼观察阴道外部、宫颈情况。组织病理学检测

由本院病理科完成。

１．２．２　诊断标准　液基细胞学筛查诊断标准参照ＴＢＳ分级

法：正常，良性细胞改变（感染、炎症），宫颈上皮内病变［包括不

典型鳞状细胞病变（ＡＳＣＵＳ）、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

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以及鳞状细胞癌（ＳＣＣ），诊断为

ＡＳＣＵＳ及其以上者判定为阳性
［３］。传统细胞学涂片筛查诊断

标准参照巴氏分级法：Ⅰ级、ⅡＡ级、ⅡＢ级、Ⅲ级、Ⅳ级和Ⅴ

级，诊断为ⅡＢ级及其以上者判为阳性
［４］。组织病理学检测判

定标准：正常、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ＳＣＣ。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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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犘＜０．０５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液基细胞学检测诊断为 ＡＳＣＵＳ及其以上者９６例，阳性

检出率为１７．１％。传统细胞学涂片诊断为巴氏ⅡＢ级及其以

上者４３例，阳性检出率７．７％。两种方法阳性检出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患者中，７２

例与组织病理学及阴道镜检测结果相符，符合率为７５．０％。

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阳性患者中，１５例与组织病理学及阴道

镜检测结果相符，符合率为３４．９％。两种方法符合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２。

表１　液基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比较［狀（％）］

液基细胞学

检测结果
狀

组织病学理检测结果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ＳＣＣ

ＡＳＣＵＳ ４５ １９（１９．８） １１（１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ＬＳＩＬ ３４ １３（１３．５） ４（４．２） ４（４．２） ２（２．１）

ＨＳＩＬ １１ ５（５．２） ３（３．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ＳＣＣ 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８．３） １（１．０）

合计 ９６ ３７（３８．５） １８（１８．８） １３（１３．５） ４（４．２）

　　注：括号内为组织病理学检测诊断例数在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患

者中所占比例。

表２　传统细胞学涂片与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比较［狀（％）］

传统细胞学

涂片检测结果
狀

组织病学理检测结果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ＳＣＣ

巴氏ⅡＢ级 ２１ ４（９．３） ２（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巴氏Ⅲ级 １２ ２（４．７） １（２．３） １（２．３） ０（０．０）

巴氏Ⅳ级 ８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２．３） ０（０．０）

巴氏Ⅴ级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３） １（２．３）

合计 ４３ ７（１６．３） ４（９．３） ３（７．０） １（２．３）

　　注：括号内为组织病理学检测诊断例数在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阳

性患者中所占比例。

３　讨　　论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主要采用

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技术。在当时，该筛查技术的应用大约使

宫颈癌发病率和病死率降低了４５％
［５］。随着临床应用的逐渐

广泛，其弊端也逐渐浮现，例如标本取材不当导致受检细胞数

量不足、涂片质量缺陷等因素导致漏检率和假阴性率较高。目

前，液基细胞学检测、组织学病理检测等技术已取代传统细胞

学涂片检测技术，广泛应用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液基细

胞学检测具有独特的取样方式和制片方法，可最大限度地保证

标本中待检细胞的数量和涂片质量［６］。比传统细胞学涂片检

测相比，液基细胞学检测结果更为准确、可靠，且灵敏度更高，

极大地提高了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７］。但也有学者研

究认为，与组织病理学检测相比，液基细胞学检测虽然假阴性

率较低，但假阳性率较高［８］。但就总体而言，液基细胞学检测

结果的准确度相对较高，联合组织病理学检测则可更好地满足

临床诊断的需求。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

检出率明显高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犘＜０．０５）。而且，以组

织病理学及阴道镜检测结果作为标准，液基细胞学检测结果的

阳性符合率高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犘＜０．０５）。

综上所述，液基细胞学检测在宫颈病变细胞学诊断中的应

用效果优于传统细胞学涂片检测，是一种准确、可靠的临床实

验室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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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ｏｖａｇｉｎａｌ

ｓｍｅａｒｓ：ａｓｐｌｉ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ｕｄｙ［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２００８，９（４）：５７５５８０．

［３］ 印用祥，赵华，黄望珍．液基细胞学技术与传统细胞学涂

片检测宫颈鳞状细胞病变的比较［Ｊ］．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２，２７（８）：１２３４１２３６．

［４］ ＫｏｎｔｚｏｇｌｏｕＫ，ＭｏｕｌａｋａｋｉｓＫＧ，Ａｌｅｘｉｏｕ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ｃｙｔｏ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Ｊ］．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ｓＡｒｃｈＳｕｒｇ，２００７，

３９２（２）：１８９１９５．

［５］ 陈国强，韦丽艳．宫颈癌筛查中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巴

氏涂片法的对比研究［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

（１７）：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６］ＤｅｓｈｏｕＨ，ＣｈａｎｇｈｕａＷ，ＱｉｎｙａｎＬ，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

Ｌｉｑｕｉ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ｕｒｂ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

Ｃｙｔｏｌ，２００９，２６（１）：２０２５．

［７］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ＭＨ，ＢａｒｏｎＭ，ＬｅｖｉｎＭ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

１６／１８ｖａｃｃ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ｖａｃｃｉｎｅｆｏｒｏｎｃｏ

ｇｅｎｉｃｎｏ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ｔｙｐｅｓＨＰＶ３１ａｎｄＨＰＶ４５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ｍｅｎａｇｅｄ１８４５ｙｅａｒｓ［Ｊ］．ＨｕｍＶａｃｃｉｎ，２０１１，７（１２）：

１３５９１３７３．

［８］ 任翔云．８５例宫颈癌普查细胞学及阴道镜检查阳性的病

理分析［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１４７

１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３）

（上接第２５５４页）

［８］ 王丽燕，张冬梅．鼻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 ＭＭＰ２、ＭＭＰ

９、ＴＩＭＰ１、ＴＩＭＰ２的表达变化及意义［Ｊ］．山东医药，

２０１３，５３（３）：７４７５．

［９］ Ｗ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Ｒ，ＷｕＪ，ｅｔａｌ．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ｆｎｅｕｒｏｋｉｎｉｎ

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ｓｍ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ＲＮ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ｒａｔｓ［Ｊ］．Ｉｎｆｌａｍｍ

Ｒｅｓ，２０１３，６２（１０）：９０３９１０．

［１０］ＬａｌａｋｅｒＡ，ＮｋｒｕｍａｈＬ，ＬｅｅＷＫ，ｅｔａｌ．Ｃｈｉｔ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ｉｄｉｃ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ｃｈｉｔｉｎａｓｅａｎｄｅｏｔａｘｉｎ３ｂｙ

ｈｕｍａｎｓｉｎｏｎａｓ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ＡｍＪＲｈｉｎｏｌ

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９，２３（１）：８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３）

·６５５２·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１卷第１８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８




